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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僧半士道支林

——支遁的雙重身份及其玄言詩

摘  要	 東晉僧人支遁玄佛雙修，他既是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，亦是談玄、養馬、
放鶴的名士，僧人與名士是他的雙重身份。支遁詩歌雖有佛學元素，但卻
是極具代表性的玄言詩。他詩歌表現了玄學主題，充滿着玄學邏輯、術
語、抽象概念，它們讓玄言詩的創作和解讀置身一條窄狹的管道，作者和
讀者都需要具備同等的概念和抽象思維能力，因此玄言詩的參與者們是一
個特殊的團體。“淡乎寡味”“艱澀”是團體外的人的閱讀體驗。

關鍵詞		支遁；玄言詩；名士；抽象概念；閱讀經驗

  陳超敏 *

*陳超敏：廈門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。

東 晉 的 獨 特，在 於 它 承 繼 了 魏 晉 激 情 與 蒼
涼 的 急 轉 直 下，以 一 種 中 國 歷 史 上 少 見 的 冷 靜
和 抽 象 哲 辨 去 思 考 世 界，並 以 帶 哲 辨 特 色 的 清
洌 為 生 活 模 式、風 尚 和 美 學。東 晉 人 物 都 是 玄
思 哲 辨 和 清 洌 風 度 的 混 合 體，當 時 的 詩 歌 是 藝
術 和 哲 學 的 握 手，孫 綽、許 詢、王 羲 之 為 代 表
人 物。然 而 我 們 要 關 注 的 不 只 這 些 人，在 這 些
已 成 定 案 的 文 學 人 物 背 後 尚 有 遺 珠。作 為 僧 人
的支遁，以其玄佛雙修站在當時思想界的頂峰，
而 其 清 談 交 遊 又 是 典 型 的 名 士 行 為，他 的 人 生
與 玄 言 詩，與 孫、許 等 一 樣，具 有 足 夠 的 代 表
性。

一、支遁的雙重身份

“支 遁，字 道 林，本 姓 關 氏，陳 留 人，或
云河東林慮人” 1，他出生於西晉建興二年，即
公 元 314 年，卒 於 公元 366 年，終 年 53 歲，
公元 317 年東晉建立，因此，他實際上成長於
東 晉。支 遁 青 少 年 時 期 便 精 通 玄 學，“總 角 敦
大道，弱冠弄雙玄”2，參加京師清談，得到當
時 名 士 王 濛、殷 融 的 讚 賞，王 濛 讚 其“造 微 之
功，不減輔嗣”3，殷融把他比作名士衛珍。支

遁 對 佛 學 早 有 接 觸，“家 世 事 佛，早 悟 非 常 之
理……隱 居 餘 杭 山，深 思《道 行》之 品，委 曲
《慧印》之經……年二十五出家”4。

支 遁 雖 為 僧 人，但 玄 佛 雙 修，於 玄 佛 二 者
皆有很深的造詣。支遁是早期佛教的重要人物，
有 多 種 佛 學 著 作，如《即 色 遊 玄 論》《聖 不 辯
知論》《道行旨歸》《學道誡》，他註《安般》
《四禪》諸經，並奠立六家七宗的“即色宗”。
在 玄 學 方 面，他 在 向 秀、郭 象 所 開 創 的 思 想 高
峰 上 提 出 新 理 解，註《莊 子・逍 遙 篇》，標 新
於 二 家 之 表，拔 理 於 向 郭 之 外，受 到 諸 名 士 的
推 崇。支 遁 既 是 名 僧，亦 是 名 士，這 樣 的 雙 重
身份讓他廁身《高僧傳》，也名留《世說新語》。

支 遁 二 十 五 歲 出 家 後，基 本 上 過 着 住 寺
講 經 的 生 活，山 東 大 學 王 曉 毅 教 授 以 支 遁 先 後
所 居 之 寺 院 為 中 心，把 他 的 一 生 劃 歸 為 六 個 時
期 5。他從一所寺廟到另一所寺廟，其生活離不
開講經、傳道、組織佛教活動和著寫佛學作品，
如 在 吳 縣 時 期，他 與 何 充 等 二 十 四 人 舉 行“八
關 齋 會”，後 建 立 了 支 山 寺；又 於 山 陰 講《維
摩 經》，遁 為 法 師，許 詢 為 都 講；又 應 哀 帝 之
詔進京，止東安寺，講《道行般若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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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 晉 處 於 佛 教 傳 入 中 國 後 的 第 一 個 高 峰 時
期，當 時 人 們 理 解 佛 教，是 援 玄 入 佛。東 晉 時
期，佛教有二大系統：一為小乘佛教，是安般、
個人靜修一類；二為大乘佛教中的“般若”學，
討論的是人生的根本問題，如“法相”（現象）	
和“法性”（本質）等等。

世 界 是 怎 樣 的，人 生 又 是 怎 樣 的，人 應 該
如 何 生 存？這 應 該 是 整 個 魏 晉 的 思 想 熱 點，表
現 在 對 於 抽 象 性 的“有”“無”的 提 問 和 解 答
上。

王弼“貴無”，他認為“有生於無”，“無”
不 是 甚 麼 都 沒 有，它 包 含 一 切 的 可 能 性。郭 象
“崇有”，這個世界沒有高於“有”的“無”，
事 物 自 然 而 然，事 物 自 我 生 發。般 若 佛 學 則 提
供了另一種世界的模式，“諸法無自性”，“一
切 皆 因 緣 和 合”，世 界 是“無”，又“非 有 非
無”。支 遁 也 參 與 了 這 個 大 潮 流，僧 人 身 份 的
支遁研究的是般若學，他主張“即色論”，“夫
色 之 性 也，不 自 有 色。色 不 自 有，雖 色 而 空。
故 曰 色 即 為 空，色 復 異 空”6，“色”可 以 理
解 成 外 界 現 象，它 是 因 緣 和 合 的 結 果，本 無 自
性，外 界 現 象 並 非 實 有，而 是“空”，“色 即
是空”7，在東晉，這無疑是一種嶄新的思維。

對 佛 學 的 深 入 探 討，是 支 遁 的 一 個 方 面，
但 另 一 方 面，支 遁 亦 是 一 位 名 士，他 具 備 成 為
東 晉 名 士 的 豐 厚 條 件：豐 富 的 學 識，尤 其 是 玄
思 哲 辨，喜 好 談 玄 交 遊，人 格 上 丰 神 俊 朗，帶
着一點狂狷、放曠。

《高 僧 傳》和《世 說 新 語》中 有 許 多 支 遁
清 談 的 記 載，對 象 是 當 時 名 士 如 謝 安、許 詢、
殷 浩 等 等，內 容 是 談《莊》、才 性、有 無。據
《世 說 新 語・文 學》的 描 述，支 遁 不 只 是 參 與
者，更是聚會中的重要人物，從“支道林先通，
作七百許語，敘致精麗，才藻奇拔，眾咸稱善”8

及“此自是其勝場”9 中，可以看到支遁在清談
場 上 談 笑 自 若、玄 談 高 妙 以 致 眾 口 推 崇，他 極
受 名 士 們 的 歡 迎，其 遊 交 頻 繁，王 洽、劉 恢、
殷 浩、許 詢、郗 超、孫 綽、桓 溫、何 充、王 文

度、謝 長 遐、袁 彥 伯、王 羲 之……皆 是 一 代 名
士。徵虜亭之聚蔡系和謝萬（或說謝安、謝石）
爭 坐 支 遁 旁 邊，謝 安 寫 信 邀 請 他 到 吳 興 定 居。
王羲之也與他有一段有趣的淵源：《世說新語》
和《高 僧 傳》都 記 載，王 羲 之 初 不 屑 與 支 遁 交
往，後來兩人碰頭了，因論《莊子・逍遙遊》，
“王 遂 披 襟 解 帶，留 連 不 能 已” 10。支 遁 與 王
羲 之 蘭 亭 詩 人 群 亦 有 交 流，蘭 亭 詩 人 群 的 玄 學
和 佛 學 思 想 或 多 或 少 受 支 遁 影 響，然 而，支 遁
到 底 有 沒 有 參 與 永 和 九 年 的 蘭 亭 會，則 眾 說 紛
紜 11。

支 遁 最 為 當 時 名 士 推 崇 的，莫 過 於 對《莊
子・逍 遙 遊》的 新 理 解。郭 象 以 其“崇 有”的
概 念 解 讀 莊 子，把 玄 學 推 上 高 峰，但 支 遁 卻 有
新 的 理 解，其 註 現 已 佚 失，遺 留 下 來 的《逍 遙
篇》如此寫道：

夫《逍遙》者，明至人之心也。莊

生建言大道，而寄指鵬、鷃。鵬以營生

之路曠，故失適於體外；鷃以在近而笑

遠，有矜伐於心內。至人乘天正而高興，

遊無窮於放浪；物物而不物於物，則遙然

不我得，玄感不為，不疾而速，則逍然靡

不適。此所以為逍遙也。若夫有欲當其所

足；足於所足，快然有似天真。猶饑者一

飽，渴者一盈，豈忘烝嘗於糗糧，絕觴爵

於醪醴哉？苟非至足，豈所以逍遙乎？

 ⸺《逍遙論》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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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 象 註《莊 子》，提 出“萬 物 自 然”，讓
“適 其 所 適”，《逍 遙 篇》中 的“適”“有 欲
當 其 所 足，足 於 所 足”便 是 郭 象 所 提 出 的 理 解
模 式。然 而 支 遁 則 對 其 作 出 質 疑，他 看 到 了 郭
象萬物適其所適的缺憾：若只任萬物自然本性，
則饑者吃飯、渴者飲水、桀紂滿足其性而殘殺，
也都是“適性”，所有的一切本質上沒有限制，
也 不 必 限 制，這 暗 示 了 人 可 以“任 放”。支 遁
認 為 這 並 不 是 逍 遙，他 認 為 逍 遙 是“至 人”的
境界，而非凡人的滿足，“物物而不物於物”，
他 既 承 認 人 生 存 需 要 物 質 的 基 礎“物 物”，但
又能不被萬物驅役“不物於物”，這才是逍遙。

思 想 上 的 高 妙 深 刻，交 遊 時 的 闊 論、神 彩
奪 人，成 就 了 支 遁 的 名 士 風 度，《世 說 新 語》
載支遁外貌“信當醜異”，在講究外貌的東晉，
其令一眾名士折服，可說是人格上的氣韻。

支 遁 的 名 士 氣 還 體 現 在 一 些 有 趣 的 小 故 事
上，那 就 是 他 養 馬、放 鶴 與 買 山，這 些 故 事 記
載在《世說新語》《高僧傳》或《高逸沙門傳》
中，成為後世詩人們的詠賞對象。

支道林常養數匹馬。或言道人畜馬

不韻。支曰：“貧道重其神駿。”

⸺《世說新語・言語》13

支公好鶴，住剡東（山卯）山。有人

遺其雙鶴，少時翅長欲飛。支意惜之，乃

鎩其翮，鶴軒翥不能復飛，乃反顧翅，垂

頭視之，如有懊喪意。林曰：“既有凌霄

之姿，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？”養令翮成

置，使飛去。 

⸺《世說新語・言語》14

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，深公答曰：

“未聞巢、由買山而隱。”（箋疏云：“印

山當作（山卯）山”）

⸺《世說新語・排調》15

養馬、放鶴、買山，這些行為放曠、有趣、
率 性，在 一 個 僧 人 身 上 頗 為 出 格，而 作 為 一 個
名 士 則 完 全 可 以 理 解，他 喜 愛 神 俊 的 馬、凌 霄
之 姿 的 鶴，這 些 都 訴 說 着 他 對 東 晉 名 士 神 駿 風
采 的 移 情，他 有 意 追 求 一 種“名 士 風 度”，有
別於僧人的清心寡慾。

支 遁 是 特 殊 的，名 僧 與 名 士 是 支 遁 的 雙 重
身 份。在 現 今 的 角 度 看 來，名 僧 和 名 士 兩 者 之
間 的 角 色 和 行 為 總 有 些 矛 盾，但 在 東 晉，這 些
矛 盾 實 際 上 並 沒 有 想 像 中 嚴 重，甚 至 是 被 允 許
的，是 高 逸 的。支 遁 在 東 晉 不 是 唯 一 的 名 僧 名
士，但 他 卻 是 當 中 的 佼 佼 者。支 遁 名 僧 名 士 身
份，是 他 的 自 我 選 擇，亦 是 時 代 的 特 殊 性，這
使 支 遁 的 雙 重 身 份 既 屬 於 支 遁 本 人，又 屬 於 東
晉。

二、支遁的玄言詩

支 遁 本 有 集，《隋 書・經 籍 志》著 錄《支
遁 集》八 卷，註 梁 十 三 卷，《唐 書・藝 文 志》
著 錄《支 遁 集》十 卷，但 宋 已 沒 有 著 錄，說 明
《支 遁 集》於 宋 已 佚 亡，後 明 嘉 靖 皇 甫 涍 輯 佚
成 集，嘉 靖 以 後 的《支 遁 集》皆 承 傳 於 皇 甫 涍
本。現時，支遁有詩 18 首、書三篇、論二篇、
序七篇、贊 17 篇、銘一篇。重要著作如《莊子・
逍 遙 篇 註》《即 色 遊 玄 論》只 存 佚 文。其 他 佛
學著作皆亡佚。以下是支遁現存的詩歌：

・	《四月八日讚佛詩》
・	《詠八日詩》三首
・	《五月長齋詩》
・	《八關齋詩》三首
・	《詠禪思道人詩》
・	《詠大德詩》
・	《詠利城山居》
・	《詠懷詩》五首
・	《抒懷詩》二道
・			失題詩一首

從 詩 題 中，我 們 可 以 看 到 支 遁 詩 歌 的 兩 大
主 題，一 是 佛 門 生 活，二 是 詠 懷。余 嘉 鍚 指 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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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支 遁 始 有 讚 佛 詠 懷 諸 詩，慧 遠 遂 撰 念 佛 三 昧
之集” 16，佛禪入詩可說是其所開之風。《四月
八 日 讚 佛 詩》是 一 首 充 滿 着 佛 教 名 詞 和 概 念 的
詩歌：

三春迭雲謝，首夏含朱明。

祥祥令日泰，朗朗玄夕清。

菩薩彩靈和，眇然因化生。

四王應期來，矯掌承玉形。

飛天鼓弱羅，騰擢散芝英。

綠瀾頹龍首，縹蘂翳流泠。

芙蓉育神葩，傾柯獻朝榮。

芳津霈四境，甘露凝玉瓶。

珍祥盈四八，玄黃曜紫庭。

感降非情想，恬怕無所營。

玄根泯靈府，神條秀形名。

圓光朗東旦，金姿艷春精。

含和總八音，吐納流芬馨。

跡隨因溜浪，心與太虛冥。

六度啟窮俗，八解濯世纓。

慧澤融無外，空同忘化情。

⸺《四月八日讚佛詩》
17

此 詩 讚 美 佛 陀 誕 生、描 寫 了 佛 陀 的 靈 氣、
玄 妙。全 詩 採 用 傳 統 手 法，以 直 接 的 比 喻、讚
揚和描述為主，即是：

1 . 	以不同的形容詞彙如玄、泰、清、朗、
祥去直接描寫主體。

2 . 	想像他者頌揚主體，如四王和飛天都來
賀佛。

3 . 	直接的描寫德行，如“含和總八音，吐
納流芬馨”。

這種手法是傳統的，是一種直接頌揚的“讚
歌”模 式。支 遁 沒 有 使 用 通 俗 的 語 言 或 意 在 言
外 的 手 法，如 果 將 之 對 比 唐 代 僧 人 或 宋 九 僧 的
詩 歌，便 可 以 發 現，支 遁 的 寫 法 沿 襲《詩 經》
雅 頌 傳 統，那 種 見 微 知 著、一 葉 知 秋 式 的 佛 理
詩 是“意 在 言 外”和“禪 宗”的 產 物。支 遁 詩
歌 的 佛 教 主 題 以 佛 教 人 物 和 術 語 為 主，化 生、
四 王、飛 天、玄 根、圓 光、六 度、八 解，都 是
佛 門 用 語，術 語 的 運 用 是 概 念 化 而 具 高 度 的 抽
象性，並非人人能解讀。

另 一 首 佛 學 主 題 的 詩 歌，是《詠 禪 思 道 人
詩》：

雲岑竦太荒，落落英岊布。

迴壑佇蘭泉，秀嶺攢嘉樹。

蔚薈微遊禽，崢嶸絕蹊路。

中有沖希子，端坐摹太素。

自強敏天行，弱志慾無欲。

王質凌風霜，淒淒厲清趣。

指心契寒松，綢繆諒歲暮。

會衷兩息間，綿綿進禪務。

投一滅官知，攝二由神遇。

承蜩累危丸，累十亦凝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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懸想元氣地，研幾革麤慮。

冥懷夷震驚，怕然肆幽度。

曾筌攀六淨，空洞浪七住。

逝虛乘有來，永為有待馭。

⸺《詠禪思道人詩》
18

詩 中 描 寫 道 人 進 行 禪 定 的 情 況，這 是 東 晉
佛系統中的“安般”，調節呼吸、冥想修行，“投
一滅官知……空洞浪七住”，這是“數息法”，
通 過 呼 吸、數 一 至 十，達 到 入 定。同 樣 地，要
了解詩中大意，需要理解這些佛教專門概念。

然 而，以 上 兩 首 詩 歌 並 非 純 粹 的 佛 教 詩，
它 們 更 接 近 玄 言 詩，這 兩 詩 充 滿 佛 教 用 語 之
餘，同 時 亦 充 滿 玄 學 用 詞，“六 度 啟 窮 俗，八
解 濯 世 纓。慧 澤 融 無 外，空 同 忘 化 情”“雲 岑
竦 太 荒”“端 坐 摹 太 素”“承 蜩 纍 危 丸”“曾
筌 攀 六 淨，空 洞 浪 七 住。逝 虛 乘 有 來，永 為 有
待 馭”，這 些 都 是 玄 學 概 念。佛 教 的 六 度 和 八
解 之 法，最 終 得 以 玄 學 式 的 啟 窮 俗、濯 世 纓、
融 無 外、忘 化 情，數 息 法 以 莊 子 佝 僂 承 蜩 的 典
故為喻，“六淨”（斷知見淨）、“七住”（諸
結 頓 斷）為 忘 筌、體 空 之 結 果，這 樣 的 理 解 實
際上是玄佛混合物，其以玄學為主要理解徑途，
以 攀 緣 佛 法，猶 如 查 點杮子 的 特 色，以 對 應 理
解西紅杮。

除 以 上 兩 詩 和 諸 贊 外，支 遁 其 餘 的 詩 歌 便
屬 典 型 的 玄 言 詩，即 使 這 些 詩 歌 有 着 佛 教 的 詩
題。如《詠八日詩》：

大塊揮冥樞，昭昭兩儀映。

萬品誕遊華，澄清凝玄聖。

釋迦乘虛會，圓神秀機正。

交養衛恬和，靈知溜性命。

動為務下尸，寂為無中鏡。

⸺《詠八日詩》其一
19

在此詩歌中，涉及玄言的成份很多，大塊、
兩 儀、玄、機、性 命、虛 寂，動 靜……都 是 玄
學 的 範 疇 和 概 念，整 首 詩 都 在 說 明 玄 理，詩 中
“釋 迦”二 字 可 有 可 無，我 們 甚 至 可 把 它 替 換
成“真 人”“至 人”或“老 莊”，而 不 需 考 慮
會改變詩意。

支 遁 玄 言 詩 與 當 時 的 玄 言 詩，是 一 致 的。
詩 中 主 題 為 自 然 規 律、探 求 真 理、虛 寂 為 法、
動 靜 有 無……這 一 系 列 的 主 題，表 現 在 對 自 然
規律的描寫、直接使用玄學術語或玄學觀念上。
玄 言 詩 的 重 要 特 徵，就 是 使 用 玄 學 的 主 題、術
語 和 概 念，來 表 達 詩 歌 主 題。這 些 術 語 和 概 念
是 一 種 哲 學 上 的 觀 念，具 有 高 度 的 抽 象 性，讀
者 必 需 對 概 念 進 行 解 讀，始 能 理 解 詩 歌 大 意，
如：

三悔啟前朝，雙懺暨中夕。

鳴禽戒朗旦，備禮寢玄役。

蕭索庭賓離，飄飄隨風適。

踟躕岐路嵎，揮手謝內析。

輕軒馳中田，習習陵電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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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心投佯步，零零振金策。

引領望征人，悵恨孤思積。

咄矣形非我，外物固已寂。

吟詠歸虛房，守貞玩幽賾。

雖非一往遊，且以閒自釋。

⸺《八關齋詩》其二
20

這 首 詩 便 是 一 例，前 半 部 份 並 不 難 理 解，
從“三 悔 啟 前 朝”至“恨 恨 孤 思 積”，都 是 描
述 僧 人 在 八 關 齋 中 進 行 懺 悔，齋 會 完 結 後，僧
人走在山中，看見參加者離開，產生悵恨之感。
但 後 半 部 份，則 不 太 好 懂 了，如 果 不 了 解 玄 學
上 的“形”“神”關 係，不 了 解“虛 寂”是 一
種 特 殊 的 狀 態，不 明 白“守 貞”的 內 涵，便 難
於理解其傳達的訊息——詩人領悟到肉身的我非
我，在 山 中 虛 寂 持 守，保 持 自 我，弦 外 之 意 則
是 這 種 狀 態 的 美 好 的。了 解 到 後 半 部 份，始 能
印 悟 前 半，熱 鬧 的 齋 會 過 去，曲 終 人 散，這 悵
恨 最 終 以 虛 寂 修 心 消 解。玄 言 詩 的 意 義，尤 其
是 對“道 的 感 悟”最 終 以 抽 象 概 念，而 非 以 形
象來表達。

此情況在《詠懷詩》中更顯著：

端坐鄰孤影，眇罔忘思劬。

偃蹇收神轡，領畧綜名書。

涉老咍雙玄，披莊玩太初。

詠發清風集，觸思皆恬愉。

俯欣質文蔚，仰悲二匠徂。

蕭蕭柱下逈，寂寂蒙邑虛。

廓矣千載事，消液歸空無。

無矣復何傷，萬殊歸一塗。

道會貴冥想，罔象掇玄珠。

悵怏濁水際，幾忘映清渠。

及鑑歸澄漠，容與含道符。

心與理理密，形與物物疏。

蕭索人事去，獨與神明居。

⸺《詠懷詩》其二
21

這 首 詩 涉 及 更 多 的 專 門 術 語，如 老 莊、太
初、二 匠、柱 下、蒙 邑、罔 象 玄 珠、心、形、
神，而 術 語 與 術 語 之 間，有 着 更 緊 密 的 玄 學 邏
輯關係，從領略老莊太初到明白千載世事空無，
從感應大道到思考道的沖漠、形神的形上關係，
都 依 循 了 玄 學 的 思 考 邏 輯，層 層 推 進。如“心
與 理 理 密，形 與 物 物 疏”，這“心”與“形”
的 理 解，是 解 讀 基 礎，而 必 須 透 過 玄 學 的 邏 輯
路徑進行。

玄 言 詩 充 滿 了 術 語 和 概 念，它 們 屬 哲 學 範
圍 而 高 度 抽 象，因 此 創 作 玄 言 詩 需 要 對 玄 學 哲
學 有 足 夠 的 理 解，以 便 從 既 定 事 物 中 上 升，到
達 哲 思 的 形 上 境 界。同 時，這 亦 要 求 讀 者 具 備
同 等 的 抽 象 概 念 理 解 力，玄 言 詩 的 創 作 和 解 讀
在 一 個 特 定 的 窄 狹 管 道 中，兩 者 都 需 要 具 備 同
等 的 概 念 和 抽 象 思 維 能 力，這 群 人 是 一 個 特 殊
的 團 體，玄 學 術 語 是 最 基 本 的 團 體 密 碼，而 密
碼與密碼之間的邏輯關係，它們所構成的體會、
韻 味 是 作 者 和 讀 者 玄 思 哲 辨 能 力 的 考 驗。玄 言
詩 的“淡 乎 寡 味”“艱 澀”是 團 體 外 的 人 的 閱
讀體驗。

玄 言 詩 的 另 外 一 個 重 要 特 點，可 說 是 對 情
緒、慾 望 和 五 感 的 缺 失。我 們 可 以 對 比 支 遁 與
阮籍、陶潛的詩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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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塊揮冥樞，昭昭兩儀映。

萬品誕遊華，澄清凝玄聖。

釋迦乘虛會，圓神秀機正。

交養衛恬和，靈知溜性命。

動為務下尸，寂為無中鏡。

⸺支遁《詠八日詩》其一
22

夜中不能寐，起坐彈鳴琴。

薄帷鑑明月，清風吹我襟。

孤鴻號外野，翔鳥鳴北林。

徘徊將何見，憂思獨傷心。

⸺阮籍《詠懷詩》其一
23

道喪向千載，人人惜其情。

有酒不肯飲，但顧世間名。

所以貴我身，豈不在一生。

一生復能幾，倏如流電驚。

鼎鼎百年內，持此欲何成。

 ⸺陶潛《飲酒詩》其三
24

在《詠 八 日 詩》中，關 於 感 覺、感 官 的 描
寫 是 少 的，詩 中 的 玄、清、秀 等 是 對 玄 理 的 描
繪，說得複雜一點，是對抽象概念的性質形容，
整首詩中，個人五官感受（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）
和情緒是稀少的，創作主體的“我”——支遁在
詩中只是一種背景。

而 阮 籍《詠 懷 詩》，如 果 單 看 前 六 句，情
緒也是淡薄的，但最後，阮籍訴說了他的感情，
“徘 徊 將 何 見，憂 思 獨 傷 心”，他 的 憂 思 讓 他
“夜 中 不 能 寐，起 坐 彈 鳴 琴”，看 似 冷 淡 的 句
子 最 終 感 染 了 情 緒，整 首 詩 的“味 道”便 出 來
了。詩的主體從外物回歸到“我”——阮籍。《飲
酒 詩》亦 然，此 詩 雖 有 哲 理，但 亦 有 陶 潛 不 同
的 感 受，如 他 對 飲 酒 的 慾 望，對 不 飲 酒 者 的 惋
惜、或 更 帶 一 點 嘲 諷，他 感 到 人 生 苦 短 時，會
有“倏 如 流 電 驚”之 感。“感 覺”“慾 望”與
道 的 冰 冷 相 對 比，構 成 了 詩 的 主 體，而 最 終 個
人勝道一籌，以情為勝。

綜觀《詠八日詩》，它只有一種情感：恬和，
這 是 由 玄 道 沖 漠 所 帶 來 的 心 靈 平 靜，這 種 愉 快
是 無 起 伏 的，無 個 性 的。除 此 之 外，人 的 其 他
感 覺、情 緒 和 慾 望 都 回 避 了，這 種“有”情，
等於“無”情，是一種“情的缺席”。

我們再看另一首詩歌：

氣暄動思心，柳青起春懷。

時艷憐花藥，服淨俛登台。

提觴野中飲，愛心煙未開。

露色染春草，泉源潔冰苔。

泥泥濡露條，嫋嫋承風栽。

鳧雛掇苦薺，黃鳥銜櫻梅。

解衿欣景預。臨流競覆杯。

美人竟何在，浮心空自摧。

⸺鮑照《三日詩》
25

鮑 照《三 日 詩》是 典 型 的 抒 情 詩，詩 歌 有
豐 富 的 色 彩（青 柳、青 鳥、櫻 梅、花 藥），也
有 豐 富 的 感 受（憐 愛、愉 悅、欣 然、惋 惜、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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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），心情高低延宕、柔腸百轉，而《詠八日詩》
則 只 是 玄 道 沖 漠，味 之 無 味，色 之 無 色，大 道
安樂。

中 國 古 典 詩 歌 有 極 其 強 大 的 抒 情 詩 傳 統，
玄 言 詩 的 概 念 化、冷 淡 與 情 的 缺 席 在 中 國 詩 歌
史上更顯得突出。在《詠八日詩》與《詠懷詩》
《飲酒詩》《三日詩》的對比中，便能發現：

1 . 	玄言詩的主體並不是個人，尤其並非個
人肉體的東西。情緒、慾望和五感盡量地隱退，
那“情的缺席”是一種自覺性的回避和消退。

2 . 	它是屬於思想界的，是邏輯的，形上的
詩歌，與形下的肉體、情感壁壘分明。

3 . 	它 的 路 徑 是 一 種 外 揚，從 個 人 到 宇 宙
（玄 哲），或 從 自 然 到 玄 哲，從 實 物 到 概 念，
這 是 哲 學 的 思 維，玄 言 詩 是 玄 學 思 想 的 產 物，
更多地依照哲學的思維而非詩歌的思維。

總結

支 遁 生 活 在 一 個 哲 學 思 辨 的 時 代，東 晉 人
以 哲 學、抽 象 邏 輯 思 維 去 思 考 世 界，那 時 玄 學
興盛，援玄入佛。支遁是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，
亦 是《世 說 新 語》中 的 名 士。他 具 有 深 厚 的 佛
學 修 為，但 又 玄 佛 雙 修，其 玄 思 哲 辨 站 在 當 時
思 想 界 的 頂 峰。談 玄、修 佛、養 馬、放 鶴，支
遁 具 有 名 僧 與 名 士 的 雙 重 身 份，兩 者 在 當 時 奇
妙地共融，讓支遁的雙重身份既屬於支遁本人，
又屬於東晉。

支 遁 詩 歌 有 佛 學 元 素，然 而 卻 是 切 切 實 實
的 玄 言 詩。支 遁 的 詩 歌 表 現 了 玄 學 主 題，充 滿
了 術 語、抽 象 概 念、以 及 玄 學 上 的 邏 輯 性，這
是 玄 言 詩 的 一 大 特 點，玄 言 詩 的 創 作 和 解 讀 都
是 窄 狹 的，作 者 和 讀 者 都 需 要 具 備 同 等 的 概 念
和 抽 象 思 維 能 力，因 此 玄 言 詩 的 參 與 者 們 是 一
個 特 殊 的 團 體。“淡 乎 寡 味”“艱 澀”是 團 體
外的人的閱讀體驗。

在 支 遁 的 玄 言 詩 中，我 們 看 到 了 這 是 一 種
形 而 上 的 詩 歌。主 體 是 哲 學、形 上 精 神、大 宇
宙而非個人，它的路徑從個人到宇宙（玄哲），
或 從 自 然 到 玄 哲，這 是 東 晉 時 代 思 想 的 產 物。
“人”的 情 緒、慾 望 和 五 感 盡 量 地 隱 退，詩 只
有 一 種 淡 泊 的 安 樂，有 情 還 似 無 情，情 有 所 缺
席。

從 支 遁 的 詩 歌 中，我 們 也 可 以 看 到 藝 術 和
哲 學 的 握 手，凝 結 成 特 殊 的 玄 言 詩。然 而 藝 術
和 哲 學 畢 竟 只 是 兩 兄 弟，它 們 有 各 自 的 生 命，
因 此，玄 風 會 消 退，詩 情 又 再 起，它 們 在 短 暫
的相會後又各奔前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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